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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述 了武山钥矿床的地质特征
。

按矿体的空间 分布
、

控矿因 素
、

矿体特征 矿

区可 分为南
、

北两个矿带
、

三种矿体
。

通过对块状硫化物俐
、

硫矿体 含悯斑岩型

矿体
,

夕 卡岩型栩矿体的控矿因 及矿体特征
、

矿石类型及始构构造
、

矿石物质成

分及变化规律
、

硫同位 素组成 成矿通度及成矿时代
、

近矿圈岩矿化蚀变等 的研究

讨论 了矿床的成矿作用
。

认 为武山钥矿床有两个成矿期
,

北矿带的块状硫化物润
、

硫矿体是海西期海底火山喷气一喷滋沉积的 块状硫化物型矿床 南矿带的含铜斑 岩

矿体和含钥 夕 卡岩矿体是燕山期的 产物
。

武山悯矿床是 复成因的矿床
。

武山铜矿床是长江中
、

下游硫
、

铁
、

铜
、

金

成矿带中的大型矿床之一
。

长期以来
,

相继有同

生沉积
、

同生沉积岩浆期后热液叠加改造
、

海底

火山喷发沉积
、

海底火山喷发沉积岩浆期后热液

盈加改造
、

岩浆期后热液充填交代等成因观点
。

笔者通过对矿床地质特征的对比
,

进一步探讨了

武山铜矿床的成因
,

希望对今后的矿产普查勘探

有一定启示
。

矿 区 地 质

矿床位于下扬子台陷的西部 瑞昌一彭泽陷

褶束的西段
,

横立山一黄桥向斜东段的北翼
地层

志留系上统纱帽组
,

以浅海相的砂岩为主
,

夹粉砂岩
。

泥盆系上统五通组
,

为滨海相沉彩哟砂岩夹

粉砂岩
、

含砾石英砂岩 其中有少量的同生结核

状黄铁矿
。

石炭系中统黄龙组
,

为浅海相碳酸盐岩建造
。

其底部为白云质灰岩夹中一酸性火山碎屑熔岩及

似层状
、

透镜状
、

块状硫化物型矿体 上部为纯

灰岩
。

二叠一三叠系中统 为连续沉积
。

除二叠系

底部厚 一 片泊勺梁山摘麒且
、

上二叠统底部厚

一 米的龙潭煤组
、

三叠系底部厚 一 粕勺钙

质 贞岩外
,

主要为浅海相碳酸盐岩
。

第四系为沿江滨湖相沉积物
。

构造

矿床位于横立山一黄桥向斜东段的北戴 地

层走向北东东
,

倾向南南东
,

倾角
“ 。

断

裂构造主要有走向北东东
、

北东一 七北东
、

北西

一北北西三组
。

断裂力学性质复杂
,

具长期多次

活动的特点
。

火成岩

区内岩浆活动频繁
,

具有多期次
、

多阶段活

动的特点
。

海西期有海底火山活动
。

在中石炭统黄龙组

地层中
,

形成与火山活动直接有关的块状硫化物

型矿床及一套火山碎屑一
目

铭岩
。

火山碎屑 熔岩

呈似层状
、

扁豆状
、

透镜状
,

与地层及块状硫化

物型矿体均呈整合接触
燕山期有中酸性浅一超浅成相的岩浆杂岩体

侵入
。

以花岗闪长斑岩为主体
,

呈岩株状 图

产出
,

面积 平方公里
,

总体倾向南东 倾角
一

。 。

闪长岩在花岗闪长斑岩体中呈捕虏体

产出
,

石英闪长扮岩呈脉状切割花岗闪长斑岩体
,

花岗细晶岩亦为脉岩 切割上述三种岩体
。

闪斜

煌斑岩脉切割所有岩体和矿体
。

矿 床 地 质

根据矿体的空间分布
、

控矿因素
、

矿体特征
,

矿区分为南
、

北两个矿带
、

种矿体
。

北矿带的



块状硫化物铜
、

硫矿体
,

赋存于黄龙组地层中
。

南矿带的含铜斑岩矿体和含铜夕卡岩矿体
,

产在

花岗闪长斑岩
、

岩体内的围岩捕虏体中及其接触

带部位
。

控矿因 及矿体特征

块状硫化物铜
、

硫矿体受地层控制
,

顺层矿

化十分明显
。

矿体形态简单
,

呈似层状
、

透镜状
,

具沉积成矿的特点
。

号矿体位于五通组之上
、

黄龙组底佩 矿体规模大
,

走向延长达 余米
,

其中工业矿体长 米
,

倾斜延深达 米尚未

尖灭
,

厚度较稳定
。

储量占北矿带的 以上
。

黄龙组上翻泊勺矿体厚度不稳定
,

形态复杂
,

呈不

规则的透镜状
、

囊包状切割地层
。

之
奋钾

闷 蔺沙吧汤‘

带洲
,

蕊
一

启异翻必 ⋯
牡挤醚

一

二引

夕卡岩型铜矿体受花岗闪长斑岩体及其岩体

内的灰岩捕虏体
、

悬垂休控制
,

在岩体外接触带

的灰岩中也有零星分布
。

矿体厚度变化大
、

形态

复杂
,

分支复合
、

膨大缩小屡见不鲜
。

主矿体沿

岩体与二登一三盛纪的灰岩接触带产出
,

浅部为

不连续的琅欠
,

深部为完整到袱
。

岩体内捕虏体
、

悬垂体与外接触带中的矿体
,

多呈透镜状
、

贬包

状
,

延长 米
,

厚 未
矿石类型及结构构造

块状藏化物 型们
、

劫才体 矿石类型主要为

含铜黄铁矿
、

含铜碳酸盐
,

次为含铜高岭土
、

含

铜褐铁矿与黄铁矿矿石
,

以及少量含铜夕卡岩矿

石
,

以半自形一他形晶全衫古构为主
,

次为他形晶

粒
、

胶状
、

交代一交代残留结构等
。

胶状者在含

铜黄铁矿
、

含铜碳酸盐矿石中发育
。

交代一交代

残留结构多出现于夕卡岩矿石中
。

除含铜夕卡岩

矿石外
,

矿石矿物的粒度较细
,

黄铁矿的粒径在

一 者占 一
。

北矿带的含铜矿

物粒径一般小于
,

比南矿带小一个数量级

以上 表
。

矿 带

北矿带

南矿带

黄铜矿 辉钥矿
、

蓝锑钥矿 斑钥矿

。

‘

回
,

团 口
,巨弓姗 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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团 团
,

团
用 武山锹矿床地质略图

一三 系下统大冶组 一二 系上统长兴组

一 二 系上统 龙潭组 一二登系下统茅口组

一二 系 统栖成组 一石炭系中统黄龙组

、 一泥盆系上统五通组 、
一志留系上统砂帽组

一煌斑 岩 一花岗闪长斑岩 一石英闪长纷 岩

一 晶码凝灰 岩 一 渴铁矿 一含铜 夕
一

卡岩

一破碎带 一地质 界线 卜断层 一 勘探线号

含铜斑岩型矿体产于花岗闪长斑岩体的上部

和边部
,

受裂隙
、

节理带控制
。

矿体多为扁豆状

和透镜状
,

数量少
、

规模亦小
,

延伸一般不超过

米 储量不到全区的
,

矿石含铜品位低
,

工业意义不大
。

含铜斑岩体 矿石类型为含铜花岗闪长斑岩
。

矿石具浸染状
、

细脉浸染状构造
、

自形一半自形

晶粒结构
,

少量交代一交代残留结构
。

含钢夕卡岩矿体 矿石类型为含铜夕卡岩

块状构造
,

自形一半自形晶粒
、

交代
、

交代残留

结构
。

矿石物质成分及变化规律

块状硫化物钢
、

硫矿体 矿石矿物有黄铜矿
、

黄铁矿
、

胶黄铁矿
、

白铁矿
、

辉铜矿
,

少量黝铜

矿
、

砷黝铜矿
、

蓝辉铜矿
、

斑铜矿
、

自然铜
、

菱

铁矿
、

孔雀石
、

褐铁矿
,

微量 自然金
、

自然银
、

啼银矿等共 余种
。

脉石矿物有方解石
、

白云石
、

石英
、

硅质
、

碧玉
、

火山碎屑物和少量石榴石
、

透辉石等夕卡岩矿物
。

黄铁矿是矿床中最普遍的

矿物
,

以 号矿体底部最富集
。

矿石的主要组份



为铜和硫
,

伴生元素复杂
,

其空间富集规律具有

地层分带特点 图
。

矿床中的硫同位素
,

按其特征分为两类
。

一

类是五通组地层中的结核状黄铁矿
,

少侣为较大

的负值
,

变化区间大
,

具有陆源物质沉积形成的

特征
。

另一类夕 的均值低
,

变化范围窄
,

直方

图具塔式特征
。

不同的是三类矿体的少 均值
、

变化范围和离散程度
,

依次从小到大 表
。

矿床硫同位 , 姐成 班

矿 带 南 矿

矿体类型 斑岩矿体

团
‘

团
,

口 口

带

含翻夕卡

岩矿体

图

一栩品位曲线

沙 ’ 陷

变化范口 沁 、

离触理度〔蝙

样品橄

一 。

一

月七

块状硫化物

门
、

硫矿体

一

矿 带

五通组中的

绪橄状货铁矿

一

一 一

。

由表 可见
,

而逐渐降低
,

铅
、

生组份较复杂
。

号悯矿体沿走向品位变化曲线

一破品位曲线 一铅品位曲线

一锌昌位曲线

硫品位随着矿体层位由低到高

锌品位则逐渐增高
。

矿石的伴

三类矿体黄铁矿中
、

与
、

纯
、

的含量
,

在散点图上的位置明显不同 图
。

块状班化 们硫犷体中润 硫
、

份
、

锌的

相对 位 ,

矿矿 体体 在斌存层位中的位

底底娜矿体体
。

三三 黄龙组底部部

下下娜矿体体
。

下部部

中中娜矿体体 中郁郁

上上部矿体体
。 。

上部部

沪

一尸洲
口‘

,

其中金
、

银
、

钻
、

钨
、

铅
、

锌
、

砷的含量北矿带

是南矿带的 一 倍 表
。

臼
、

北矿 , 主 停生姐份含一对比 , 班

“ 胜

,

一矿矿 带带 日日 ,,

北北矿带带 〕 〕
。 。

〕
。

、 久 〕 为共生矿尸尸

南南矿带带
。 。

〕
。 。

二

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含栩斑岩矿体 主要矿石矿物为黄铁矿
、

黄

铜矿和少盆斑铜矿
、

蓝铜矿
、

辉铜矿等 脉石矿

物有长石
、

石英
,

少量黑云母
、

角闪石
、

叶腊石
、

高岭土等
。

含铜夕卡岩矿体的矿石物质成分与北矿带的

同类矿石基本相同
。

矿化以接触带为中心
,

铜在

正接触带上最富
。

硫同位索组成

图 不同矿床黄铁矿中 一 人 散点图

一 夕卡岩型矿床 一斑岩型矿床 一块状硫化物矿床
、

三类矿体中黄铁矿的 比值分别为
,

, 。

州
、

心
川场 。元素对比值呈有规特哟变化

表
。

矿体有关 元 , 对比值 班

矿矿 床 类 型型

含含悯斑岩矿体体
含含钥夕卡岩矿体体 泛

块块状硫化物悯硫矿体体 ‘



成矿温度及成矿时代

据爆裂法矿物包裹体测温资料
,

矿物形成

温度的变化范围较大
。

温度最高的是石榴石

℃ ,

最低的是五通组地层中的结核状黄铁矿

一 ℃
。

各种矿物在不同的地质条件下形成的

平均温度见表
。

由表 可见
,

生成温度最高的

是含铜斑岩矿体
,

其次是含铜夕卡岩矿体 块状

硫化物铜
、

硫矿体最低
。

各类矿体中 的矿物生成沮度 ‘ 裹

矿矿 物物 南 矿 带带 北 矿 带带

含含含钥斑斑 含钥 夕卡卡 块状硫化物物 五通组地层层
岩岩岩矿体体 岩矿体体 铜硫矿体体 中的结核状状

黄黄黄黄黄黄铁矿矿

石石榴石石

中中粗粒黄铁矿矿

细细粒黄铁矿矿矿

黄黄铜矿矿矿

闪闪锌矿矿矿

方方铅矿矿矿

胶胶状黄铁矿矿矿矿 ,,,,

白白铁矿矿矿矿

石石 英英英英英英

化外
,

无矿化蚀变现象
。

含铜斑岩矿体的围岩蚀变具有面型特征
,

有

黄铜矿化
、

黄铁矿化
、

钾化
、

硅化
、

绢云母化等
。

在花岗闪长斑岩体的边部及顶部埋深 米以内

的部分
,

含铜量一般为 一
。

黄铜矿化

强的部位构成含铜斑岩矿体
。

矿化蚀变向呈到本内

部逐渐变弱
,

直至消失
。

含铜 夕卡岩矿体的 围岩蚀变 以接触带为中

心
,

向两侧对称性地依次变弱
。

其蚀变种类及分

带性如下
正常 火成 岩 内接触带 正接触带 外接触带 正常沉积岩

花岗闪长 透辉石化 透辉石 石榴石 石榴石 人理
石灰岩

斑 岩带 花岗闪长 石榴石 夕卡岩 化人理 岩带

斑 岩带 夕 卡岩 带 岩带

带

北矿带晶屑熔岩中六方双锥石英的放射性裂

变经迹年龄为 士 百万年 代表了中石炭世

海相熔岩喷滋活动期
。

这种晶屑熔岩夹于块状硫

化物铜
、

硫矿体中
,

与矿体皇整合接触关系
。

块

状硫化物铜
、

硫矿体应属海西期的产物
。

南矿带的花岗闪长斑岩
,

钾一氢法同位素年

龄值为 一 百万年
。

含铜斑岩矿体和含铜夕

卡岩矿体
,

分别是其岩浆晚期和岩浆期后热液充

填交代的结果
。

故认为南矿带的成矿时代应属燕

山期
。

近矿围岩蚀变

块状硫化物铜
、

硫矿体的 围岩蚀变具有明显

的不对称性 矿体底板的含砾石英砂岩
、

砂岩中
,

浸染状
、

细脉浸染状黄铜矿
、

黄铁矿发育
,

局部

形成规模小
、

连续性差
、

分布零星的铜矿体
,

围

岩具强烈的硅化
、

绢英岩化
,

矿物重结晶明显

发育石英细脉 岩石颜色变浅
、

质硬
。

而矿体顶

板的灰岩
,

除花岗斑岩附近见大理岩化和夕卡岩

成 矿 机 制

成矿的物质来源

三类矿体中的硫同位素‘ ’ 的均值低
,

变

化范围窄
,

接近陨石硫的‘ ’ 矿石中的

均大于 表明成矿物质来源于地壳的深部或上

地慢
。

泥盆系上统五通组地层中的结核状黄铁矿
’ 为较大的负值

,

变化区间大
,

显示成矿物

质来源于陆源
。

成矿作用的讨论

海西期 的成矿作用 块状硫化物型矿体

与中石炭统黄龙组地层成整合关系
,

矿石的结构

构造具有沉积特征
,

表明矿体与赋矿地层是同时

形成的
。

矿体中有火山碎屑一熔岩和较多的碧玉
、

硅质条带
,

显示成矿时有火山活动
。

火山活动以

气液喷发为主
,

间有喷溢 与此同时的成矿作用

形成了北矿带的块状硫化物型矿床
。

火山活动早期
,

从气液喷发开始
,

含矿的气

液进入海水迅速冷却 沉积了 号矿体底部的黄

铁矿矿石
。

随后
,

火山暂短的喷溢
,

形成了一层

火山碎屑一 熔岩
。

接着地壳震动
,

伴有升
、

降运

动
,

已生成的黄铁矿矿石和火山碎屑一熔岩被震

碎
,

沿海底斜坡流动 形成具同生角砾状一流动

状构造的矿石
。

除 号矿体外
,

其他矿体中未见

火山碎屑
一

铭岩 矿石多具明显的层纹状一条带



状构造
,

表明 号矿体生成后
,

火山活动转入了

单一的气液喷发
。

块状硫化物型矿体中的元素分带现象
,

除与

火山活动各阶段的喷发物质和沉积的物化条件有

关外
,

元素的地球化学性质也至关重要
。

的活

泼性最差
,

易于在成矿的早期沉淀 的活泼性

介于 与 饮 宜之间
,

易于在成矿的中期沉淀
、

最活泼
,

在溶液中长时间游离 可运移

到离火山活动中心比较远的地方
,

在成矿的晚期

沉淀
。

在成矿过程中
,

成矿流体进入海水后
,

与海

底的岩石
、

海水及溶于海水的物质广泛接触
,

冷

却迅速
,

沉淀快
。

块状硫化物型矿体的硫同位素

分馏程度最高
,

少 值与陨石相比
,

偏离相对

较大
,

离散程度高
,

变化范围大 成矿温度最低
,

矿物顺粒最细
。

成矿的流体沿火山通道进入海水的同时
,

沿

着通道旁侧岩石中的裂隙
、

节理及层间扩散 充

填交代
,

在矿体底板的岩石中形成较强的矿化蚀

变现象
。

矿体的上覆岩石
,

在沉积成矿的阶段尚

未形成
,

也就不可能有与成矿同时的矿化蚀变现

象
。

这就是块状硫化物型矿体近矿围岩矿化蚀变

不对称分布的原因
。

块状硫化物型矿体生成后
,

在中三叠世末
,

强烈的区域性印支运动 使矿体与地层同时发生

褶皱
,

背斜轴部相对隆起
,

经长期的风化剥蚀作

用
,

矿体及其上筱的地层被剥掉 向斜轴部相对

下陷
,

矿体下沉深处
,

被上扭地层掩盖
,

不易发

现
,

摺皱的翼部是出礴这类矿体最理想的部位
。

燕山期成矿作用 伴随燕山运动
,

以花

岗闪长斑岩为主的杂岩体侵入
,

围岩受热变质
,

形成大理岩化
。

岩浆晚期含矿热液在岩体的边抓
顶部裂隙

、

节理进行充填交代 形成斑岩铜矿床

及其近矿围岩的矿化蚀变
。

这种含矿热液温度高
,

仅与来自同源的花岗闪长斑岩接触
,

同位素分馏

程度差
,

混染程度低
。

故在三类矿体中
,

含铜斑

岩矿体的 夕‘ 值最低 离散程度最小
,

成矿温

度最高
,

矿物颖粒较大
。

岩浆期后的含矿热液沿

岩体的接触带及岩体内灰岩捕虏体
、

悬垂体充填

交代形成夕卡岩及夕卡岩型铜矿体
。

岩浆 期 后

热液的温度可能介于岩浆晚期热液与火山喷别内

海底成矿的热流体之间
,

只与灰岩
、

花岗闪长岩

接触
,

故夕卡岩型铜矿床的成矿温度
、

矿物的粒

度
、

硫同位素的均值及离散程度都介于含铜斑岩

矿体与块状硫化物型铜硫矿体之间
。

花岗闪长斑岩体浸入及其热液成矿的同时
,

对块状硫化物型铜硫矿床进行了叠加改造
。

地表

可见岩体切割由块状硫化物铜
、

硫矿体淋滤形成

的铁帽 黄龙组的上部形成一些零星的切层矿体

靠近岩体的部分
,

矿体变厚
,

围岩出现大理岩化
、

夕卡岩化 含铜黄铁矿与含铜碳酸盐矿石被改造

成夕卡岩型矿石
。

这种矿石具明显的交代残留结

构 含有较多的块状含铜黄铁矿
,

由于热液成矿

的叠加
,

矿石品位变富
。

己
奋

结 论

综上所述
,

块状硫化物铜
、

硫矿体 含铜斑

岩矿体和含铜夕卡岩矿体的硫同位素组成基本相

同 黄铁矿中的 , 值均
,

表明成矿物质

同来源于地壳深部或上地慢
。

三类矿体的控矿因

素
、

矿体特征
、

矿石类型
、

物质成分
、

富集规律一
些元素的对比值及围岩的矿化蚀变等都有差别

,

这是成矿期
、

成矿阶段
、

成矿方式
、

成矿的物理

化学条件不同的反映和结果
。

武山铜矿床有海西和燕山两个成矿期
。

燕山

成矿期分为岩浆晚期热液成矿与岩浆期后热液成

矿两个阶段
。

北矿带的块状硫化物铜硫矿体是海西期海底

火山喷气 —喷溢沉积的块状硫化物型矿床
。

燕

山期以花岗闪长斑岩为主的杂岩休侵入及其成矿

作用 使其局部遭受改造和叠加
。

南矿带的含铜斑岩矿体和含铜夕卡岩矿体是

燕山期的产物
。

燕山期侵入的以花岗闪长斑岩为

主的杂岩体
,

其岩浆晚期热液在岩体的顶靓 边

部裂隙
、

节理充填交代形成了斑岩型铜矿床 其

岩浆期后热液沿岩体接触带及岩体内的围岩捕唠

体
、

悬垂体充填交代形成了夕卡岩型铜矿床

武山铜矿床是复成因的矿床
。

文中资料是集体劳动成果
。

文蒙张乃堂
、

郭

文正工程师审阅 附图由王柏香
、

陈睁英
、

张赛



年我国将举办
“

国际金矿地质与勘探学术讨论会
”

组 织委 员会首次会议在沈 阳 召开

经国家科委批准
,

我国将举办 , 年
“

国际金矿地 与勘探学术讨论会
”

的筹备情况 会 议决定成立学术委

质与勘探学术讨论会
”

这是在中国举办 员会负责本次会议学术论文的征集和审核等工作
。

前

的金矿地质方面的首次国际学术会议
,

是中闪金属学会 已收到学术论文摘要百余篇
·

学术委员会由黄金
、

冶金

在金矿地质学术领域中的一次重要活动
。

会议的主要内 地质
、

地矿
、

科学院
、

核工业和大专院校系统中的有关

容是 交流金矿成矿理论
、

区域成矿规律和预测
、

找矿 专家
、 ’

笋名组成
·

与勘探的手段和方法
、

矿山地质
一

「作四个方面的新成果
。

年学术讨论会包括学术交流和野外考察两项内

通过这次国际学术交流
,

籍以推动我国黄金事业的发展
,

容
。

会议安排 了两条野外金矿考察路线
。

将出版中英文

提高金矿地质与勘探的工作水平
,

活跃学术思想
,

学习 会议论文和摘要集
、

野外地质考察路线指南
·

展出典型

国外先进经验
。

金矿床的岩
、

矿石标本
、

薄片和图件
·

学术讨论会的组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是 年‘ 月 现在已收到国外若干学术组织和企事业单位要求参
一 日在沈阳召开的

。

组委会主席关广岳
、

副主席蒋 加和赞助
。

届时将有国内外金矿地质专家花临
。

志 仁持了这次会议
。

委员王继伦
、

王锡友
、

王雪曼
、

林 会议工作语言是汉语和英语
。

丛焕
、

李质毅等和正副秘书长朱本三
、

朱仕文
、

杨连生
、

年学术讨论会初拟当年 月至 月召开
·

日前

金成珠等出席了会议
。

组委会正满怀信心
、

团结一致地积极工作肴
·

组委会秘书长朱本三在会 上汇报 了 “ 国际金矿地质 【本刊通讯 员

,

英同志清绘
,

顺此致谢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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